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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代数体函数的一个界囿定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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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! 要：使用 !!值代数体函数的对数导数引理，通过估计代数体函数的第二基本定理中的余项，得到代数体函数不

涉及导数的一个界囿定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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%! 主要结果

亚纯函数值分布理论，包括亚纯函数的模分布和幅角分布论以及正规族理论。%IDI 年顾永兴［%］证实了

P1?:10 猜想［"］，将 L8/10B1 正规定则［*］推广到亚纯函数的情形，国内外对此正规定则做了广泛和深入的研

究。%II$ 年，本文作者在文献［+］又得到亚纯函数族结合微分多项式及重值的正规性。在正规族理论和幅

角分布的研究过程中［F，$］，界囿定理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［D，Q］。

设 )0（ /），⋯，)#（ /）为 1 / 1 2 3 R 内没有公共零点的整函数，记 "（ /）为 1 / 1 2 3 R 上由不可约方程

#（ /，"）" )0（ /）"! 3 )04%（ /）"!4% 3 ⋯ 3 )#（ /）5 # （%）

所确定的 0 值代数体函数。

代数体函数是一类较亚纯函数更为广泛的函数，关于它的值分布理论人们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和讨论，得

到很多有意义的相应于亚纯函数的结果。本文主要讨论相应于亚纯函数的一些界囿定理能否建立这个问题，

得到一个界囿定理。本文使用的常用记号和意义与文献［I］相同。

定理 %! （界囿定理）设 "（ /）为 1 / 1 2 3 R 上由（%）式所确定的 0! 值代数体函数。若 &6（6 5 %，"，⋯，

7）为 7 个相互判别复数，7# "0 3 %，则当 # 2 8 2 9 时，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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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 " (（$）为 "（ )）的第 ( 个分支 " (（ )）在原点处的值，$（ )）为 "（ )）的判别式。

’( 主要引理

引理 &［)，*］( 设 *（ ’）为一个非负且非减的函数，定义在一区间 $ + ’ + % 内，设 ,，- 及 . 均为正数，若不

等式 *（ ’）+ ,!"# ! *（#）! - !"# ! &
# & ’ ! !"# ! # ! !"# ! &( )’

! . 于 $ + ’ + # + % 成立，则当 $ + ’ + % 时，

有 *（ ’）+ +（, ! -） !"# 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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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理’［,］( 设"（ )）是 " ) " + ! - 上由不可约方程（&）式确定的 /值代数体函数，则对$ + ’ + # + ! -，
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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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 #/（ )），⋯，#$（ )）为 " ) " + ! - 内没有公共零点的整函数。

根据文献［,］的定理 ’4 ’&，不难得出 $$ 的具体表达式为引理 ’ 中的形式。

引理.( （第二基本定理）设 "（ )）满足引理’ 中的条件。若 ,&，,’，⋯，,5 是 5 个判别复数（有穷或否），则

有

（5 & ’!）2（ ’，"）+ $
5

6 7 &
8 ’， &

" & ,( )
6

! 89（ ’，"）! :（ ’，"）!

$
5

6 7 $
!"# %（$，,6）

#!（$）
! !"# ;!（$）

;$（$）
!$

5

6 7 &
!"# " #6 " ! 5!"#, ! ’5!"#’ （.）

其中 89（ ’，"）是 !%) 在 " ) " + ’ 上的分去点密指量："1（ )）由不可约方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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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确定。其中 :（ ’，"）7 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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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引理根据文献［,］中定理 ’4 ’’ 的证明过程，即可得结果。

.( 定理 & 的证明

证明 ( 由于 89（ ’，"）% ’（/ & &）2（ ’，"），因此由引理 . 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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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面估计 :（ ’，"），即 0 ’， "1
" & ,( )

6
。,$ 7 $，0 ’，"1( )"

满足（’）式。,6 & $ 时，令 < 7 " & ,6，即 " 7 < !

,6，由于 "（ )）由（&）式所确定，即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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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开整理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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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样 ! % ’( 是由（"）式所确定的 & 值代数体函数，显然，! 与 ! % ’( 具有相同的极点，且 !（ *）与 !（ *）% ’(

具有相同的差别式 -（ *），而 ! % ’( 有零点即为 "（ *，’(）的零点，所以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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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（’），（+）式代入（,）式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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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（#!）式代入（-）式后，根据引理 #，则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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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定理 # 得证。 证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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